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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基地，承担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新建本科院校的

文化建设往往面临着缺乏文化积淀、多种文化冲突、地方特色薄弱等问题。统一战线在服务高校内涵发展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在促进新建本科院校文化建设、重塑文化自信上独具优势。新建本科院校应增强对统一战线的政治引

领，发挥其团结凝聚力量、联系地方等优势，全面推进学校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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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提到文化

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提高到一

个新的高度，尤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1］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的文化新任务，这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面临的重要使命。高校作为建立文化自

信的重要基地，担负着中国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特殊

使命。近年来，新建本科院校不断涌现，而这些新

建本科院校往往多是由两校或者多校合并升本，在

合并前，这些学校多是高职、大专或中专学校，各

校层次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存

在着文化多元但缺乏积淀和传承的现象。当前，如

何促进新建本科院校的文化建设，重塑文化自信，

已成为摆在各新建本科院校面前的一道难题。

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和 “文化建设”为主

题，检索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截至 2018 年 12 月，

共找到 239 条记录，以“文化自信”和 “大学文化

建设”为主题检索，共找到 129 条记录，以 “统一

战线”和“大学文化建设”为主题检索，共找到 41

条记录。在这些文章中，学者唐玉林［2］强调高校应

当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

管理，大力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学者程亮［3］提出应

通过凝练特色办学理念、丰富校园文化活动、营造

学术氛围、确立特色战略和合作办学等措施，进一

步推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学者胡

秋娇、王宝山［4］指出充分发挥高校统战文化在校园

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提升校园文化的凝聚力、向心

力、渗透力、辐射力，是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

新思路; 学者王晓军、黄永忠［5］提出统一战线在促

进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作用独特，倡导同心重建、

对话选择、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综上，国内对新

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大学文化建设有一定的研究，然

而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分析新建本科院校的文化建设

方面的成果偏少，对如何发挥高校统一战线对大学

文化建设的作用的分析更是少之甚少。统一战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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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广泛的力量支持。高校是知识

分子的聚集地，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统战工作就

显得尤为重要。高校统战工作应基于 “文化自信”

的视角，挖掘新思路、新方法，探索统一战线在新

建本科院校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为高校文化建设提

供了一个新途径、新平台。

一、新建本科院校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

( 一) 增强文化自信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自信，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命

力和创造力，是国家民族对自身优秀文化的充分肯

定和对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我们的文化自信是

要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

果，融合多元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

定自信地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传播中国特

色先进文化。高校的文化自信是指高校经过长期办

学实践的历史积淀，在校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逐步形成一种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

包括了高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目标、学

科建设、校园文化等方面，是对高校文化价值的充

分肯定和对高校文化发展的高度自信。在文化自信

的视域下，高校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阵地，扮

演着引领者与先行者的重要角色，在创造文化自信

大环境、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创新中国现代文化等

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重任。新建本科院校通过合并

升格、资源重组，可以充分发挥其特有的科研、教

学、服务社会、助力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以高等

教育作为优秀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重要平台，积

极调动学校的文化自信力和文化传播创新力，使高

校真正成为文化自信的引领者和先行者，成为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助推器。

( 二) 增强文化自信有利于创新大学精神，加

强新建本科院校文化建设

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6］曾经指出:

“办学校办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在人类历史

的发展长河中，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又培育

了人类，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教育得以实现

的，高校育人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传播，大学教育

的根本是文化育人。文化自信是在认识和了解本民

族、本国家的文化的基础上所酝酿出的民族自豪感

与认同感。高校文化是在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经过本校长期的办学实践不断发展和丰富

起来的，高校的文化自信就是对高校校园文化的高

度认可。增强文化自信，有利于新建本科院校坚持

与时俱进，汲取原有的优秀文化，革新办学传统，

优化育人环境，推进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凝炼

创新大学精神，积极发挥高校文化育人的作用，将

大学精神文化渗透到培养教育学生的各个环节，让

学生通过对大学精神的了解和认同，强化师生对整

个校园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促进新建本科

院校的文化建设。

( 三) 增强文化自信有利于新建本科院校内部

的深度融合，突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地方特色

新建本科院校的文化建设不仅在推动学校自身

转型升级、提升学校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的

作用，而且对传承和创新地区文化、推动经济发展

和科技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等方面都具有

深远的影响。在合并升本的新建本科院校里合并前

的各方都具有自身的学校精神和文化底蕴，深度挖

掘学校历史和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利于促进学

校深度融合，提升校园文化内涵。高校在加强自身

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浓厚的人文气质也会辐射周

边地域，高校可以凭借自身的教学、科研、文化建

设的优势，积极开展地域文化研究，带动周边地区

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促进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

繁荣发展。

二、新建本科院校文化建设问题分析

近年来，国家大力振兴教育事业，十九大报告

特别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7］。当前，一批批新组建的

本科院校在我国高教改革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新建本科院校的文化建设往往担负着培

养应用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引领地方特色文化

等作用，多呈现出应用性、多元性、区域性等特征，

具备区别于其他本科院校的个性与特征。然而，由

于历史与现实的局限，新建本科院校常常存在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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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积淀、多种文化冲突、地方特色薄弱等问题。

( 一) 校园文化历史积淀不够，文化建设层次

不高

大学校园文化一般包含教育文化、管理文化、

组织文化、空间文化等四方面内容，是学校在长期

的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中积淀形成的

相对稳定的具有自身特色的观念、思维、价值观等，

它体现了学校整体的文化素养和精神气质。校园文

化从塑造积极氛围、发挥人文作用、提高凝聚力等

方面都对师生的学习、工作、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相对而言，新建本科院校组建时间都不长，原来的

学校规模都不大，层次也不高，文化底蕴不浓厚，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常会生搬硬套其他老牌普通高

校的经验做法，没有从自身实际出发，不能从自身

的文化历史积淀中总结和发扬特色。一些学校虽然

有长期的办学历史，但校园文化缺乏系统的提炼和

积累，重物质轻精神，重形式轻内容，缺乏合理规

划和建设。另外，一些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重知识培

养，轻文化教育，物质文化建设较好，精神文明建

设缺乏，有时候往往为了应对评估指标，突击应付，

评估过了，一些文化项目就不再提及，缺乏长期规

划，无法形成竞争软实力优势。此外，当前新建本

科院校的校园文化往往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

化混杂交融的现象，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对在校师

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产生较大冲击。

( 二) 校园文化建设包容性不够，各种文化冲

突明显

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多是由两校或多校合并升格

而成，这些学校在之前的办学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

整套自有的人才培养体系、管理制度、组织文化、

机构运行机制、教学理念等，教职工的处事方式和

思维理念受原来校园文化的影响，也自带升格之前

学校的印迹和特点，这些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

历史文化传统和难以割舍的行为模式。两校及多校

合并升本，成就了新建本科院校文化建设的多元性，

文化主体更加丰富，但各校之前积淀的文化底蕴各

具特色，风格迥异，在学校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这

些不同的文化会产生排他性，出现相互的碰撞和冲

击。另外，新建本科院校之前的办学层次都普遍偏

低，师资水平薄弱，学校整体学术文化水平有待提

高，随着办学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主体的转变，原来

固有的文化已不能满足升格后的本科院校对文化建

设的要求，也造成了新建本科院校深层次的文化冲

突，这也是当前新建本科院校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难题之一。

( 三) 校园文化建设地方特色不显著，服务观

念淡薄

新建本科院校多为应用型院校，开展应用型科

学研究，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满足地方经济改革

发展的需要是应用型本科大学的特色。因此，新建

本科高校的文化建设应体现地方局域特点，打造应

用型校园文化，体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开放性和可

持续发展性。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新建本科院校

应深化对地区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把学校的文

化建设与地方文化特色相结合，建立起独具地方特

色的高校文化，进而对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建

设发挥积极的辐射作用。当前，一些新建本科院校

没有很好地吸纳所在地的地域文化精神和底蕴，也

没有用浓郁的高校文化氛围感染、辐射周边地区。

另外，新建本科院校的成立时间都不长，与地方交

流互动不频繁，高校服务社会的观念淡薄，高校文

化与地方文化无法深度融合，高校的产学研优秀成

果不能很好地发挥服务地方建设的作用，造成极大

的资源浪费现象。

三、新形势下高校统一战线的新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统

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

坚持”［7］。高校是党外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场所，聚

集着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是培养、选拔统一战

线代表人士的重要基地。高校统一战线的主体是高

校党外知识分子，包括在高校工作和学习的民主党

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归国留学人员、少数民族师

生、港澳台同胞、华侨、归侨及侨眷等。重点对象

是高校中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党外人士、

高层次人才中的党外人士、担任中层以上领导职务

的党外人士、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以及其他有成就、

有影响的党外人士，他们大多是高校中的专业教师，

主要分布在各基层院系，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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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影响贡献大，在新建本科院校的文化建设中，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新形势下新建本科院校统一战线的特点主要

表现为: 一是统一战线对象的人数增多，层次提高。

新建本科院校往往是由两校及多校合并升格而成，

学校规模扩大，教师队伍迅速壮大，党外知识分子

人数增多，统一战线对象具有高学历、高职称、年

轻化等明显特点。二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迅速

发展。新建本科院校的民主党派通过资源整合，加

强自身组织建设，创造升格条件，通过积极建设，

原来的民主党派支部升格为总支、基层委员会等，

大大增强了新建本科院校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以

组织建设带动队伍建设，这些高校的民主党派队伍

进一步壮大。三是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能力不断

提升。民主党派成员是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新建本科院校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不

断增强，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日益壮大，影响力迅速

扩大，政治参与意识日益高涨，参政议政愿望和能

力不断提升。四是基层统战工作差异性较大。新建

本科院校的基层统战工作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

原有学校不同的管理模式导致基层管理机制，制度

化建设都有所不同。此外，不同的统战工作对象的

人数、专业、经历等各有不同，他们的思想动态表

现也不同，要注意引导他们不同的优势，发挥他们

不同的作用。

四、发挥统一战线在新建本科院校文化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

高校统一战线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主

要有四个纬度，见图 1。一是精神维度，从精神上

强化政治引领，巩固统一战线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是制度维度，通过设立相应制度，积极调动统一

战线成员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文化建设各层面的管

理和建设的积极性; 三是人才维度，发挥高校统一

战线人士的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构建统一战线人

才资源管理系统，发挥统一战线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的积极作用; 四是联系地方维度，积极引导和鼓励

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联系社会各界，服务地方，

提升校园文化影响力。

图 1 高校统一战线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实现路径的洋葱模型图

Fig. 1 The onion model diagram of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promoted by the united fro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一) 强化政治引领，民主先行，为校园文化

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高校的统一战线，人才济济，资源丰富，汇集

了一大批高知群体，如果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自身文

化优势，就能大幅提升文化统战的育人功能，在向

大学生传授专业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优秀传统文

化、高校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先进文化等，从而影

响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对高校的统一战线

的主体要强化政治思想引领，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

伍建设。要把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作为一项制度，长

期坚持，保持同党外人士的顺畅沟通，通过举办各

种形式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出谋划策，构建和谐民主的校园文化。在推进党外

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上，高校要着力打造一支能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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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政治方向、同党亲密合作、思想素质优良、结构

分布合理的党外知识分子人才队伍，为学校的文化

建设提供人才保障。此外，学校还应通过积极向社

会和地方各级人大、政协举荐优秀的党外代表人士，

加强学校的对外交流，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充分

发挥党外人士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优势。目前，

福建省各新建本科院校的党外人士在参政议政方面

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见表 1。

表 1 2017 年福建省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情况一览表

Tab. 1 Participation of non－party personage in politics in some newly－buil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17

莆田学院 龙岩学院 武夷学院 宁德师范学院

中层干部占比 14% 13. 5% 11% 12. 8%

人大政协代表数 ( 名) 11 7 12 8

提案数 ( 件) 20 10 15 12

注: 表中数据来源于高校统战工作资料。

( 二) 同心同向，发扬团结凝聚优势，构建和

谐校园文化

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发扬文化自信，就是要实

现环境和谐、管理和谐和人际和谐， “和而不同”

“同心同向”是高校统战文化的特点。高校是优秀

党外人士聚集的地方，要在 “同心”思想的指引

下，加强党的领导，凝聚人心，汇集各方力量，引

导党外人士共同致力于学校文化建设和学科发展［8］。

一要发挥统一战线 “粘合剂”的作用。和谐校园文

化建设，就是要与民主党派通力合作，发挥统一战

线的“粘合剂”作用，和谐人际关系，增强聚合力

和向心力。二要发挥统一战线 “维稳器”的作用。

统一战线汇集了各类党外代表人士，他们在各自所

联系的师生中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他们，可以及时

传递学校正面信息，化解各方面矛盾，引导师生通

过正规途径合理反映诉求，将各类不稳定因素消除

在萌芽期。此外，各民主党派、团体都具有各自不

同的特性，要充分尊重不同党派、团体的差异性和

多样性，努力找寻各方利益的共同点，积极排除校

园文化建设中的不和谐因素，求同存异，自觉践行

文化自信，打造高校文化软实力。

( 三) 联系地方，发挥人才优势，提升学校文

化建设辐射力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不仅是要

在学校里传承、凝聚文化，发扬文化感召和指引的

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把优秀的校园文化传播出去，

扩大新建本科院校的社会影响力。服务社会是高校

的四大功能之一，高校要通过服务社会传播文化，

通过服务社会提高对地方的辐射力。高校统一战线

成员主要分布在各民主党派、台联、侨联、青联、

留学生同学会、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等团体中，与

社会各行各业人士接触广泛，社会关系丰富，因此

他们在推进学校文化建设，提升校园文化的对外影

响力等方面具备很大优势。学校统一战线应广泛联

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

胞、留学归国人员等，整合和利用各方面人才资源，

提升学校文化建设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新建本科院

校可以发动高校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社会

各界，准备提案议案，积极建言献策，搭建学校与

地方政府的沟通平台; 党外专家学者要发挥专业优

势，通过校企合作、创新创业、学术讨论等活动传

播高校学术文化，增强高校文化自信; 高校可通过

外派人员挂职锻炼、考察调研、专项课题研究等形

式，向地方输送优秀人才，引导统一战线优秀成员

深入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积极输出高校文

化，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知识服务; 通过学

校侨联、海外留学生联谊会等高知团体，广泛利用

海内外优秀资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积极开展对

外交流合作，增强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以福建部分新建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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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为例，根据高校统战工作相关资料显示，2017

年龙岩学院党外人士共发表论文 52 篇，出版专著 4

本，申请专利 10 项，个人、集体获奖共计 53 人次，

由党外人士设立的 “龙岩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成

为福建省地方本科院校唯一的一家院士工作站; 武

夷学院党外教师主持或参与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 6

项，配合武夷山市实施武夷山市民素质提升培训工

程，受托举办 44 期 100 多场培训，受训人员累计约

2 万人; 莆田学院支持统一战线成员开展扶贫、捐

赠、咨询等 “海西春雨行”活动，通过 “一日课

堂”方式开展“送教助教”活动等。以上这些都是

学校发挥统一战线人才优势，提升学校文化建设辐

射力的重要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前，加强高校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已

成为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升级后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需要打破陈规，开拓新思路、新方法，科学系统地

建设校园文化。统一战线工作为高校文化建设提供

了一个新途径、新平台，新建本科院校应充分利用

好统一战线队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挖掘

多元文化资源，求同存异，同心同向，和谐共生，

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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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Ｒole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ly－Buil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N Wei
(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mportant bases to establish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undertake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often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cultural accumulation，multiple cultural conflicts
and weak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united fro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erving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ly － 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n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 the united front，give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of unity，cohesion and local contact，and promot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ly－buil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the united front;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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